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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古近纪陆相地层划分框架研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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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４

摘　要：近十年来，在广东南雄盆地、江西池江盆地、湖南衡阳盆地和内蒙古二连盆地开展的生物地层学、化学地层

学和磁性地层学的研究工作，为我国陆相古近系上湖阶、浓山阶和岭茶阶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并为其与海相

地层、全球界线层型的对比提供了可能。古新统上湖 阶 的 界 线 层 型 剖 面 选 在 广 东 南 雄 盆 地 大 塘 剖 面（即 鹅 颈 岭—

逆龙坑一线），根据脊椎动物化石和岩石地层学的研究将紧挨南雄群－上湖组界线的一套黄灰色厚层黏土砾岩作为

其底界。最新的古地磁和同位素研究表明，上湖组底界处于Ｃ２９Ｒ极性段的上部，接近白垩系－古近系界线，可以作

为上湖阶的底界。古新统浓山阶的界线层型在江西池江盆地田心里—狮子口村剖面，该剖面下古新统狮子口组和

中、上古新统池江组的哺乳 动 物 群 有 明 显 变 化。同 时，磁 性 地 层 学 研 究 表 明，狮 子 口 组 与 池 江 组 界 线 上、下 出 现

Ｃ２７ｎ极性段向Ｃ２６ｒ极性段转换，可 与 海 相 地 层 中 的“丹 尼 最 晚 期 事 件”对 比。这 表 明 浓 山 阶 的 底 界 位 于Ｃ２７ｎ／

Ｃ２６ｎ转换带，相当于丹尼阶最上部，与塞兰特阶底界接近，与北美哺乳动物分期当中Ｔｏｒｒｅｊｏｎｉａｎ－Ｔｉｆｆａｎｉａｎ的 界 线

基本一致。始新统岭茶阶（古新统－始新统）界线层型选在我国湖南衡东盆地成家冲东北的岭茶—霞流公路旁，剖面

上发现的古新统－始新统界线 碳 同 位 素 负 向 漂 移，可 与 国 际 古 新 统－始 新 统 界 线 层 型 剖 面———埃 及Ｄａｂａｂｉｙａ剖 面

（ＧＳＳＰ）的碳同位素负向漂移对比，该剖面的碳同位素负向飘移可以作为岭茶阶底界，年龄接近５５．８±０．２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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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于２００８年批准了中、上古

新 统 塞 兰 特 阶 （Ｓｅｌａｎｄｉａｎ　Ｓｔａｇｅ）和 坦 尼 特 阶

（Ｔｈａｎｅｔｉａｎ　Ｓｔａｇｅ）的 全 球 界 线 层 型 剖 面 和 点 位

（ＧＳＳＰ，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ｏ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
目前，古近系古新统３个阶丹尼阶（Ｄａｎｉａｎ　Ｓｔａｇｅ）、
塞兰特阶、坦尼特阶及始新统伊普里斯阶（Ｙｐｒｅｓｉａｎ
Ｓｔａｇｅ）的界线层 型 都 得 到 确 认，但 这 些 界 线 层 型 都

是海相地层，所提出的划分标准很难与我国陆相古

近系进行对比。因此解决古近系海、陆相地层对比

的问题虽然困难，但又必须面对。
我国陆相下古近系划分框架是根据全国地层委

员会香山会议的决定，于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初，经中国科

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邱占祥、王伴月、邱
铸鼎和 童 永 生 商 讨，并 上 报 全 国 地 层 委 员 会 备 案

（最近有所 修 改），将 古 近 系 分 为 下 古 新 统 上 湖 阶，
中、上古新统池江阶和下始新统岭茶阶（全国地层委

员会，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在编制《中国地层表》时

将古近系分为下古新统上湖阶，中、上古新统浓山阶

（池江阶）和 下 始 新 统 岭 茶 阶（全 国 地 层 委 员 会，

２０１１②）。

　　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与美国科学家合作，先后对湖南

衡阳盆地、内蒙古二连盆地、江西池江盆地和广东南

雄盆地的古新世和早始新世沉积物进行了生物地层

学、化学地层学和磁性地层学方面的研究。经过十

年野外考察与实验室的工作，有关陆相古近系上湖

阶、浓山阶和岭茶阶的研究取得了一批古生物学、磁
性地 层 学 和 碳 氧 同 位 素 地 层 学 方 面 的 研 究 成 果

（Ｂｏｗ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２００５；Ｔｉｎｇ　Ｓｕ－ｙ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２０１１；Ｃｌｙｄ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孙 勃

等，２００９；Ｗａｎｇ　Ｙｕａｎ－ｑ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从而为确

定我国陆相古近系上湖阶、浓山阶和岭茶阶的底界

以及与海相地层的对比提供了依据。

一、广 东 南 雄 盆 地 白 垩 系－古 近 系 界 线 及 古 新 统 上

湖阶底界



广东南雄盆地的下古新统上湖组底界研究总是

与我国陆相 白 垩 系－古 近 系 界 线（以 下 简 称 为 Ｋ／Ｔ
界线）的研 究 联 系 在 一 起。在 国 际 上，Ｋ／Ｔ界 线 或

者说丹尼阶底界在１９９１年已经确定，丹尼阶层型剖

面和点位放在突尼斯 卡 夫（Ｅｌ　Ｋｅｆ）附 近，这 一 剖 面

在卡夫城西南５～６ｋｍ，在文献中常被称为卡夫剖

面（Ｅｌ　Ｋｅｆ　ｓｅｃｔｉｏｎ）。界线泥岩底部为１～３ｍｍ厚

的由赤铁矿、针铁矿薄层组成的含铁层，铱、锇元素

富集，含富镍的尖晶石等。界线泥岩出现浮游有孔

虫和 钙 质 超 微 化 石 集 群 绝 灭，年 龄 估 值 为６５．５±
０．３Ｍａ，处于Ｃ２９ｒ的 上 部。虽 然 有 人 指 出 卡 夫 剖

面很难找到Ｋ／Ｔ界线，并要求建立辅助剖面，于是

国际地层委员会（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ＩＣＳ）要 求 古 近 纪 分 会（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ＩＳＰＳ）提出最终报告。２００６年４月古近纪分会主

席Ｅｕｓｔｏｑｕｉｏ　Ｍｏｌｉｎａ等 在 访 问 卡 夫 剖 面 找 到 Ｋ／Ｔ
界 线，并 设 置 了 金 属 标 志 （３６°０９′１３．２″ Ｎ，

８°３８′５４．８″Ｅ）（Ｍｏｌｉｎ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通 常 认 为 在

陆相地层中铱异常是Ｋ／Ｔ界线重要标志，恐龙绝灭

也是重要标志之一。事实上，现代哺乳动物的主要

门类也是在恐龙绝灭事件以后起源、扩散和分化，开
创了“哺 乳 动 物 时 代”取 代 “恐 龙 时 代”的 新 纪 元

（Ｗｉｂ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Ｍｏｌｉｎａ等（２００６）也指出，并

不是所有生物门类在 Ｋ／Ｔ界线附近都出现明显的

集群绝灭现象（ｍａｓｓ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并例举介形类，约

７个种在界线 附 近 绝 灭，但 约 有１４个 种 跨 过 界 线，
孢粉也如此，在界线附近加速消失，但至少有２／３的

马斯特里赫特晚期种类穿越界线。
拟议中上湖阶的界线层型剖面是在广东南雄盆

地大塘 剖 面（即 鹅 颈 岭—逆 龙 坑 一 线）（Ｎ　２５°１５．
９０６′，Ｅ　１１４°３０．８１７′）（图１），这里所说的大塘剖面

是前人所称坪岭剖面，或杨梅坑—逆龙坑剖面的上

半部分，上湖组剖面如下（依刘云、王宗哲，１９８６，有

删改，层号１相当于原剖面的第１１层，以此类推）：
上古新统浓山组

整　　合

下古新统上湖组

１０．紫红色粉 砂 岩、粉 砂 质 泥 岩 及 泥 岩 互 层，

下部有覆盖 ３７．８９ｍ

９．紫红色粉砂质泥岩、泥质粉 砂 岩，夹３层 灰

绿色薄层钙 质 砂 岩，底 部 一 层 较 粗 并 含 细

砾 ３２．９３ｍ

８．紫红色粉砂质泥岩，富含钙质结核 ３９．６８ｍ

７．底 部 紫 灰 色 含 砾 粗 砂 岩，往 上 为 紫 红 色 泥

质粉砂岩 ３８．９７ｍ

６．紫红色粉砂质泥岩，富含钙质结核 ５０．３２ｍ

５．暗 紫 红 色 泥 质 粉 砂 岩，底 部 和 上 部 各 有 一

层黄灰色含砾粗砂岩 ３２．２４ｍ

４．紫红、黄褐色粉砂质泥岩，底部有一段（８ｍ
左右）被覆盖 ３１．００ｍ

３．紫红、灰紫色薄层砂岩与泥质粉砂岩互层

３．１４ｍ（？）

２．紫红色粉砂质泥岩 ５．８０ｍ

１．黄灰色厚层黏土砾岩，砾 径 小，钙、泥、粉 砂

质胶结 ０．４０～１．００ｍ
整　　合

上白垩统南雄组（群）

这里采用的大塘上湖组剖面是依据中国科学院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刘云、王宗哲（１９８６）所作的

剖面。其实，已有多个科研单位作过详细的研究和

描述，已经发表的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童永生等（１９７６）、原地质矿产部第十二普

查勘探大队张显球（１９８４）、中—德联合考察队（赵资

奎、叶捷等，１９９１；Ｅｒｂｅ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等。

　　从岩性 看，大 塘 剖 面 上 湖 组 大 致 可 分 为３段。
下段为砂、砾岩层和粉砂质泥岩互层，大致相当于剖

面中１～３层，厚约１５ｍ（厚度据Ｅｒｂｅｎ等的剖面，
下同）［这里所说的下段相当于张显球等（２００６ｄ）的

坪岭段中部（第４３、４４和４５层）］。李曼英（１９８９）记
述的上湖组孢粉组合可能出在本段的顶部。王晓鸣

和翟人杰记述了Ｃａｒｎｉｌｅｓｔｅｓ　ｐａｌａｅｏ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古亚

洲裂齿兽），其 中 有 一 块 标 本（ＩＶＰＰ　Ｖ　１０４８９）产 自

本 段 下 部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　＆ Ｚｈａｉ　Ｒｅｎ－ｊｉｅ，

１９９５）。中段是以紫红色粉砂质泥岩和泥质粉砂岩

为主，偶见薄层砂岩，相当于剖面中的４～８层，厚约

２００ｍ，找到较多的阶齿兽化石［这里所说的中段地

层相当于张显 球 等（２００６ｄ）坪 岭 段 上 部（第４６～５２
层）和下惠段下部］。上湖组上段指紫红色粉砂质泥

岩和泥质粉砂岩中夹有３～４层细—中粒砂岩，并有

薄层泥灰岩层，形成突出的小山包，相当于剖面中的

９～１０层，厚约７０ｍ，产阶齿兽化石［相当于张显球

（１９８４）的上湖组下惠段上部地层，可能还包括逆龙

坑（巷）段］。
大 塘 剖 面 白 垩 系－古 近 系 界 线 研 究 始 于１９７３

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野外队

在紧挨南雄群－上 湖 组 界 线 之 下 的 紫 红 色 粉 砂 质 泥

岩发现恐龙蛋化石（碎片，野外编 号：７３０６６ａ），在 界

线之上的黄灰色厚层黏土砾岩及其上的地层中未见

恐 龙蛋化石，但却在黄灰色厚层黏土砾岩中发现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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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广东南雄盆地地质图（部分，底图依方晓思等，２００９）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ｐ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ｔａ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ａｓｈ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ｎｘｉｏ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Ｆａｎｇ　Ｘｉａｏ－ｓ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碎的哺乳动 物 牙 齿（野 外 编 号：７３０６６ｂ），遂 将 黄 灰

色厚层黏 土 砾 岩 作 为 白 垩 系－古 近 系 界 线（童 永 生

等，１９７６）［相当于赵资奎、叶捷等（１９９１）的大塘剖面

１６２．５ｍ处；Ｅｒｂｅｎ等（１９９５）的大塘剖面约１７８．５ｍ
处；张显球等（２００６ｄ）剖面的４３层］。１９７６年１１月

在南雄召开的华南白垩纪—早第三纪红层现场会议

野外参观大塘剖面时，原地质矿产部第六石油普查

勘探大队的同志在作为界线的黏土砾岩之上的粉砂

质泥岩 中 找 到 一 个 哺 乳 动 物 小 头 骨，后 被 鉴 定 为

Ｃａｒｎｉｌｅｓｔｅｓ　ｐａｌａｅｏ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　＆
Ｚｈａｉ　Ｒｅｎ－ｊｉｅ，１９９５），进一步肯定了将黄灰色厚层黏

土砾岩作为 白 垩 系－古 近 系 界 线 的 可 行 性。这 一 界

线也得到地层特征和环境分析研究（刘云、王宗哲，

１９８６）及轮藻化石研究的肯定。轮藻化石在根据哺

乳动物化 石 确 定 的 界 线（下 文 简 称 脊 椎 动 物 界 线）
上、下也有明显的变化，上湖组产有特点明显的轮藻

化石，侧壁上常发育瘤状表面装饰或顶部具梅花形、
顶瘤、顶盖，与上白垩统的轮藻面貌明显不同（黄仁

金，１９８８）。
不过，随着南雄盆地陆相地层研究的深入展开，

对 大 塘 剖 面 的 白 垩 系－古 近 系 界 线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赵资奎、叶捷等（１９９１）将原来的界线下移约１．５ｍ，
放在泥质粉砂岩之中，认为这一界线之上从未发现

过恐龙蛋或恐龙的化石，这一位置相当于Ｅｒｂｅｎ等

（１９９５）大 塘 剖 面 约１７７ｍ 处，相 当 于 张 显 球 等

（２００６ｄ）剖面的４２层。其实，早在１９７３年的野外工

作中在所谓“变色带”之上，紧挨上湖组底部黏土砾

岩之下的紫 红 色 粉 砂 质 泥 岩 中 发 现 过 恐 龙 蛋 碎 片

（野外地点编号：７３０６６ａ）（童永生等，２００２）。另一种

看法是根据介形类研究，将白垩系－古近系界线放在

扣星介动 物 群（Ｐｏｒｐｏｃｙｐｒｉｓ　ｆａｕｎａ）和 类 女 星 介 动

物群（Ｔａｌｉｃｙｐｒｉｄｅａｆａｕｎａ）之间，界线位置在脊椎动

物界线之上约９３．５ｍ（张显球，１９８４、１９９２、２００６ｄ；
凌秋贤等，２００５；张显球、李罡，２００８），这一界线位置

相当于张显 球 等（２００６ｄ）剖 面 的５３层；相 当 于Ｅｒ－
ｂｅｎ等（１９９５）大塘剖面约２７２ｍ处。还有一种看法

是根据非海相腹足类组合，将白垩系－古近系界线放

在南雄古楯螺（Ｐａｌａｅｏａｎｃｙｌｕｓ　ｎａｎｘｉｏｎｇｅｎｓｉｓ）组 合

和优 美 褶 唇 螺（Ｐｔｙｃｈｏｃｈｉｌｕｓ　ｂｅｌｌｕｓ）－多 环 圆 顶 螺

（Ａｇａｌｌｏｓｐｉｒａ　ｍｕｌｔｉｓｐｉｒａｌｉｓ）组合之间，其位置在脊

椎动物界线之上约５１ｍ（相当于张显 球 等（２００６ｄ）
剖面的４９层）（余汶等，１９９０；张显球、凌秋贤，２００４；
凌秋贤 等，２００５；张 显 球 等，２００６ｂ、２００６ｄ）。由 此，
介形类和非 海 相 腹 足 类 有 一 些 种 穿 越 脊 椎 动 物 界

线。
张显 球、李 罡（２００８）记 述 了 南 雄 盆 地“罗 佛 寨

群”（古新统）中介形类，在“坪岭段”（包括上白垩统

南雄群顶部、上湖组下部和上湖组中下部）发现３８
种介形类化石，由于在化石记述中没有标明化石产

出的地层编号，难以判断化石地层位置。但从张显

球等（２００６ｃ）大塘剖面上湖组介形虫化石分布 图 中

可以看出，其中约有２０种左右出现在脊椎动物界线

之上，有十多种穿越脊椎动物界线，至少后倾赤星介

（Ｒｕｆｉｃｙｐｒｉｓ　ｐｏｓｔｃｌｉｎａ）、美 好 玻 璃 介 （Ｃａｎｄｏｎａ
ｈａｂｒｏｓ）、分 布 蒙 古 介（Ｍｏｎｇｏｌｏｃｙｐｒｉ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ａ）、
强硬蒙古介（Ｍ．ｒｉｇｉｄａ）和近圆形蒙古介（Ｍ．ｓ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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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ａ）等 五 种 已 在 上 白 垩 统 中 出 现 （张 显 球 等，

２００６ｃ），其中美好玻璃介延续 到 上 湖 组 中 部。余 汶

等（１９９０）在研究南雄盆地非海相腹足类时指出，产

于“坪 岭 段”下 部 为 南 雄 古 楯 螺（Ｐａｌａｅｏａｎｃｙｌｕｓ
ｎａｎｘｉｏｎｇｅｎｓｉｓ）组合，发现５种腹足类，这个组合中

除古楯 螺 属 仅 见 于 古 新 世 和 始 新 世 外，Ｈｙｄｒｏｂｉａ
（水螺）、Ｔｒｕｎｃａｔｅｌｌａ（截 螺）、Ａｍｎｉｃｏｌａ（河 边 螺）等

属在国内外白垩纪和古近纪地层中均很常见。介形

类和非海相腹足类某些种穿越 Ｋ／Ｔ界线并非不正

常，正如突尼斯卡夫（Ｅｌ　Ｋｅｆ）剖面的Ｋ／Ｔ界线也存

在某些门 类 化 石 穿 越 界 线 的 现 象（Ｍｏｌｉｎ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第五种看法是依据孢粉化石和恐龙蛋化石

研究，建 立 了 白 垩 系－古 近 系 界 线 间 隔（Ｋｒｅｉｄｅ／

Ｔｅｒｔｉｒ－Ｇｒｅｎｚ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ｌ）或 过 渡 带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ｚｏｎｅ），过渡带的位置在南雄群（组）的 上 部，在 古 脊

椎所脊椎动物界线之下约８０～１００ｍ（相 当 于 张 显

球等（２００６ａ）剖 面 的３０层；Ｅｒｂｅｎ等（１９９５）大 塘 剖

面约ＣＧＤ５７～７８ｍ处）（Ｅｒｂｅ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Ｓｔｅｔ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赵 资 奎 等，１９９８、２０００、２００９；Ｚｈａｏ
Ｚｉ－ｋａ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陈丕基（１９８６）通过对南雄盆

地叶肢介的研究认为南雄盆地白垩纪与第三纪之间

有一个相当长的沉积间断。
为解决南雄 盆 地 陆 相 白 垩 系－古 近 系 界 线 和 古

新统分阶问 题，２００５年 秋，中 美 科 学 家 对 杨 梅 坑—
逆龙坑剖面进行磁性和同位素地层学研究，发现有

５个 极 性 带，从 下 到 上 分 别 为 Ａ＋，Ｂ－，Ｃ＋，

Ｄ－，Ｅ＋，分 别 相 当 于 Ｃ３０ｎ、Ｃ２９ｒ、Ｃ２９ｎ、Ｃ２８ｒ和

Ｃ２８ｎ，作为白垩系－古近系脊椎动物界线的黄灰色厚

层黏土砾岩的底部处于Ｃ２９ｒ极性段的上半部分，还
发现通过界线层，δ１８　Ｏ增大约３‰，δ１３　Ｃ有＞２‰负

向漂移，说明气温上升（图２）。白垩系－古近系脊椎

动物界线黄灰色厚层黏土砾岩的底部处于Ｃ２９Ｒ极

性段上半部分的结论（Ｃｌｙｄ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是与中国

科学院地球 化 学 研 究 所 实 验 室 李 华 梅（赵 资 奎 等，

１９９１）和 德 国 科 学 家 Ｅｒｂｅｎ等（１９９５）研 究 结 论 一

致，也与突尼斯卡夫剖面的Ｋ／Ｔ界线所处的极性段

位置相近。

　　Ｒｉｇｂｙ等（１９９３）在 一 篇 摘 要 中 提 到，在 南 雄 盆

地上湖组中存在火山灰层，采用铀铅法（２０６Ｐｂ／２３８　Ｕ）
得到火山灰中锆石年龄值为６２．２±０．８Ｍａ。据当

时参与Ｒｉｇｂｙ等采样工作的张显球叙述，火山灰层

并不是在上湖组，而是在浓山组（张显球等，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年秋我们邀请张显球参加野外工作，经野外核

实，火山灰层在浓山组中部，可能接近竹桂坑段－大
塘段界线，厚度不大，在湖口向斜厚约１０ｃｍ，在 全

安向斜厚约５ｃｍ。在两处均采集样品，用火山层中

锆石样品进行铀铅法测定（北京离子探针中心），湖

口样品年龄值为６０．７６±０．９０Ｍａ，全安样品年龄值

为５９．７６±０．７８Ｍａ，这两个年龄值相接近，并且均

落入Ｃ２６Ｒ极性 段 当 中，这 与Ｃｌｙｄｅ等（２０１０）古 地

磁研究 认 为 浓 山 组 落 在Ｃ２６Ｒ的 结 果 相 一 致。而

Ｒｉｇｂｙ等 测 得 的６　２．２±０．８Ｍａ的 年 龄 值 接 近

图２　广东南雄盆地大塘剖面古地磁柱状图和碳氧同位素变化曲线（修改自Ｃｌｙｄ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Ｆｉｇ．２　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ｉｓｏｔｏｐ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ａｔａ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ｎｘｉｏ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ｌｙｄ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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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２７Ｒ／Ｃ２７Ｎ的界线，与古地磁的结果不相符。
前人工作和近期的研究成果说明：大塘剖面的

上湖组底部厚层黏土砾岩上下曾出现过恐龙的集群

绝灭现象，厚层黏土砾岩及之上地层中发现古新世

哺乳动物化石、未见恐龙蛋碎片，在厚层黏土砾岩之

下的紫红色粉砂质泥岩及其下地层中发现恐龙蛋碎

片。上湖组底部黄灰色厚层黏土砾岩底部在古地磁

极性柱中位置处于Ｃ２９ｒ极性段上半部分，接近下古

新统丹尼阶卡夫剖面的 Ｋ／Ｔ界线所处的极性段位

置；而且在这一 界 线 层 位 置，δ１８　Ｏ增 大 约３‰、δ１３　Ｃ
有＞２‰负向漂移。因此综合南雄盆地近年的磁性

地层学、化学地层学和生物地层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大塘剖面的脊椎动物界线，即黄灰色厚层黏土砾岩

的底很接近Ｋ／Ｔ界线，可以作为上湖阶的底界。

二、江西池江盆 地 和 广 东 南 雄 盆 地 中、上 古 新 统 浓

山阶底界

２００８年 国 际 地 质 科 学 联 合 会 通 过 了 以Ｂｉｒｇｅｒ
Ｓｃｈｍｉｔｚ为主 席 的 古 新 统 工 作 组 提 出 的 塞 兰 特 阶

（Ｓｅｌａｎｄｉａｎ　Ｓｔａｇｅ）和坦尼特阶（Ｔｈａｎｅｔｉａｎ　Ｓｔａｇｅ）全

球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ＧＳＳＰｓ），这 两 个 阶 的 界 线

层型剖面都在西班牙北部（Ｇｉｐｕｚｋｏ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巴斯

克盆地（Ｂａｓｑｕｅ　Ｂａｓｉｎ）苏 玛 亚（Ｚｕｍａｉａ）的Ｉｔｚｕｒｕｎ
海滩，塞兰特阶底部在Ｉｔｚｕｒｕｎ组底，坦尼特阶底部

在Ｃ２６ｎ正极性段的基部。丹尼阶－塞兰特阶界线在

Ｃ２７ｎ极性段之上３２个 岁 差 周 期 处（ｐ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ｃｙ－
ｃｌｅｓ），即在Ｃ２６ｒ极 性 段 下 的１／３（Ｓｃｈｍｉｔ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年 龄 估 约 在６１．１ Ｍａ（国 际 地 层 委 员 会，

２０１３）。而Ｄｉｎａｒèｓ－Ｔｕｒｅｌ等（２０１０）重新定义了苏玛

亚剖面的Ｃ２７ｎ正 极 性 段 位 置，并 通 过 逐 层 对 比 巴

斯克和保加利 亚 剖 面 表 明 丹 尼 阶－塞 兰 特 阶 界 线 在

Ｃ２７ｎ极性段之上３０个岁差周期 处，同 时 提 出 丹 尼

阶－塞兰特阶界线年龄估值为６１．６４１±０．０４０Ｍａ。
我国陆相古新统分为两个陆相阶：上湖阶和浓

山阶（池江阶）。上湖阶的层型剖面在广东南雄县大

塘剖面（即鹅颈岭—逆龙坑一线），浓山阶（池江阶）
层型剖面放在 大 余 县 城 东 北２０ｋｍ 的 池 江 镇 和 青

龙镇交界处的王屋子（Ｎ１１４°３０′０５″，Ｅ２５°２５′４５″）—
新村里（Ｎ１１４°３０′４０″，Ｅ２５°２８′２０″）剖面。广东 南 雄

盆地和江西池江盆地仅在大余县青龙镇田心里—狮

子口村剖面 直 接 见 到 下 古 新 统－上 古 新 统 界 线。在

此剖面，狮子口村附近的狮子口组中发现早古新世

哺乳动物化石：Ｂｅｍａｌａｍｂｄａ　ｓｈｉｚｉｋｏｕｅｎｓｉｓ、Ａｒｃｈａｅ－
ｏｌａｍｂｄｉｄａｅ　ｉｎｄｅｔ．和Ｂｅｍａｌａｍｂｄａ　ｓｐ．（王 伴 月、丁

素因，１９７９；童永生，１９７９），池江组底部灰白 色 厚 层

状砂砾岩中发现哺乳动物化石Ｈａｒｐｙｏｄｕｓ　ｄｅｃｏｒｕｓ
和Ｈａｐａｌｏｄｅｃｔｅｓ？（Ｄｉｓｓａｃｕｓ？）ｓｐ．（王 伴 月，１９７９；
张玉萍等，１９７９；丁素因、李传夔，１９８７）。在 中 国 哺

乳动物分期 中，前 者 归 入 上 湖 期，后 者 归 入 浓 山 期

（Ｌｉ　Ｃｈｕａｎ－ｋｕｉ　＆ Ｔｉｎｇ　Ｓｕ－ｙｉｎ，１９８３；童 永 生 等，

１９９５；Ｗａｎｇ　Ｙｕａｎ－ｑ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Ｔｉｎｇ　Ｓｕ－ｙｉｎ，

１９９８）。不过需要说明一下，拟议中的浓山阶包括了

哺乳动物分期中的浓山期和格沙头期两个分期的化

石层，但较早文献中将与蒙古格沙头动物群相当或

相近的动物群都归入浓山哺乳动物分期（Ｌｉ　Ｃｈｕａｎ－
ｋｕｉ　＆Ｔｉｎｇ　Ｓｕ－ｙｉｎ，１９８３；童永生等，１９９５）。

浓山阶与下古新统上湖阶的哺乳动物群有明显

的不同，上湖动物群中８５％以上的已知属在浓山阶

中尚未发 现，浓 山 阶 已 知 属 中 几 乎８０％是 首 次 出

现，浓山阶首次出现混齿类（ｍｉｘｏｄｏｎｔｉａｎｓ）、对锥兽

类（ｄｉｄｙｍｏｃｏｎｉｄｓ）和 北 柱 兽 类（ａｒｃｔｏｓｔｙｌｏｐｉｄｓ）（王

元青等，２００６；Ｗａｎｇ　Ｙｕａｎ－ｑ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虽然

古脊齿兽类（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ａｍｂｄｉｄｓ）曾在上湖阶出现（童

永生，１９７９），但在浓山阶分化、大量出现，而在始新

世地层中消失。早古新世和晚古新世哺乳动物群面

貌发生巨大的变化，其原因似乎可在孙湘君、何月明

（１９８０）的《江西古新世孢子花粉研究》专著中找到答

案。下古新统狮子口组上部为榆粉－南岭粉组合，榆
科花粉丰富，总 含 量 超 过３７％，菱 形 南 岭 粉 连 续 出

现，含量达７％，以 温 带 为 主 的 落 叶 阔 叶 林，干 旱 草

本 植 物 发 育；上 古 新 统 池 江 组 为 凤 尾 蕨 孢－榆 粉 组

合，凤尾蕨科的孢子不但大量增加，而且其属种也最

繁多，榆科花粉含量大幅度减少，榆粉和肋榆粉含量

分别为８％和７％，南岭粉零星分布，为亚热带常绿

和落叶混交林。这表明在浓山阶界线上、下的气候

有变化，由相对干凉的气候转变为湿暖气候（王元青

等，２００８）。

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５年，我 们 与 美 国 科 学 家 共 同 在

江西池江盆地和广东南雄盆地古新统地层中开展磁

性地层学和碳氧同位素地层学的工作，研究发现在

池江盆地田心里—狮子口剖面的下古新统狮子口组

和上古新统池江组界线上、下出现极性转换，推测为

Ｃ２７ｎ极性段（即图中的 Ａ＋）向Ｃ２６ｒ极性段（即图

中的Ｂ－）转换（Ｃｌｙｄ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图３）。这 表 明

池江组底相当于Ｃ２７ｎ极性段的顶部，就是说中、上

古新统浓山阶底在Ｃ２７ｎ极性段的顶部。

　　池江盆地和南雄盆地陆相下古新统／上古新统

生物群（哺 乳 动 物 和 植 物 化 石）在Ｃ２７ｎ／Ｃ２６ｒ极 性

段界线处发生明显变化，海相沉积中也有相似的反

映。Ｗｅｓｔｅｒｈｏｌｄ等（２００８）在 大 西 洋 的ＷａｌｖｉｓＲｉｄｇｅ

２３４ 地　　　层　　　学　　　杂　　　志　　　　　　　　　　　　　　　　３７卷



图 ３　池江盆地田心里—狮子口剖面和王屋子—新村里剖面古地磁剖面（改自Ｃｌｙｄ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Ｆｉｇ．３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ｐａｌ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ｐｏｌａｒｉｔｉｅｓ，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ｆｏｓｓｉｌ　ｌｏｃ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ａｎｘｉｎｌｉ－Ｓｈｉｚｉｋｏｕ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ｎｇｗｕｚｉ－Ｘｉｎｃｕｎｌｉ　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ｈｉｊｉ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ｌｙｄ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和Ｓｈａｔｓｋｙ　Ｒｉｓｅ深钻中Ｃ２７ｎ顶部发现铁和磁化率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明显的峰值，并称为“Ｃ２７ｎ
顶部事件”（“Ｔｈｅ　Ｔｏｐ　Ｃｈｒｏｎ　Ｃ２７ｎＥｖｅｎｔ”）。在 此

之前，Ｓｐｅｉｊｅｒ（２００３）根据地中海南缘剖面（埃及）提

出“丹尼最晚期事件”（Ｌａｔｅｓｔ　Ｄａｎｉａｎ　Ｅｖｅｎｔ，ＬＤＥ），
近期的研究表明，“Ｃ２７ｎ顶部事件”与“丹尼最晚 期

事件”是可对比的，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钻井中都发

现有 这 一 事 件 的 存 在（Ｓｐｒ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而

Ｃ２７ｎ顶部也曾作为苏玛亚剖面的丹尼阶－塞兰特阶

界线（Ｄｉｎａｒèｓ－Ｔｕｒ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Ｃ２７ｎ顶部即是

浮游 有 孔 虫 Ｐ２／Ｐ３ 带 的 界 线 （Ｓｃｈｍｉｔ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或者是Ｐ３ａ／Ｐ３ｂ之间的界线（Ｓｐｒ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因 此，拟 议 中 的 陆 相 上 湖 阶－浓 山 阶

界线低于国际 地 质 科 学 联 合 会 通 过 的 丹 尼 阶－塞 兰

特阶界线３２个 或３０个 岁 差 周 期（～７７４ｋｙｒ或～
６３０ｋｙｒ）（Ｓｃｈｍｉｔ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Ｄｉｎａｒèｓ－Ｔｕｒ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也有人认为比丹尼阶－塞兰特阶界线低

４００ｋｙｒ（Ｓｐｒ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广东南雄盆地是我国重要的古新世哺乳动物化

石产地，上、下古 新 统 发 育，厚 达１０００ｍ，是 研 究 古

新世化石和地层的重要盆地。在大塘剖面，上古新

统浓山组厚为３５４．８９ｍ，古城村组厚度在４１０ｍ以

上（张显球，１９８４）。２００５年 秋，我 们 在 大 塘 剖 面 的

浓山组和古城村组毛狗（鸡）湾段厚６００多米的上古

新统采集了古地磁样品，发现这厚６００多米地层中

未发现正极性样品，全是反极性样品。这一结果与

池江盆地王屋子—新村里剖面上池江组古地磁样品

测试一致，也从磁性地层学角度证明了池江盆地的

池江组可与 南 雄 盆 地 的 浓 山 组 和 古 城 村 组 下 部 对

比，同处于Ｃ２６ｒ极性段。在古城村组毛狗（鸡）湾段

找到的进步沟柱兽（Ｂｏｔｈｒｉｏｓｔｙｌｏｐ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ｕｓ），最

早见于安徽宣城地区双塔寺组，原来被归入到中国

３３４　４期 童永生等：中国早古近纪陆相地层划分框架研究



柱兽属（Ｓｉｎｏｓｔｙｌｏｐｓ）（汤英俊、闫德发，１９７６）。后又

在安徽贵池和嘉山地区的双塔寺组中发现（黄学诗、
陈烈祖，１９９７；黄学诗，２００３），黄学诗、郑家坚（１９９７）
将进步种归入 沟 齿 兽 属（Ｂｏｒｉｏｓｔｙｌｏｐｓ）。说 明 或 许

古城村组毛狗（鸡）湾段可与安徽的上古新统双塔寺

组可以对比。另在湖口向斜和全安向斜的浓山组中

部采集的火山 灰 样 品，锆 石 的 Ｕ－Ｐｂ年 龄 值 分 别 为

６０．７６±０．９０Ｍａ和５９．７６±０．７８Ｍａ，两 个 年 龄 值

都落入Ｃ２６ｒ极性段。南雄盆地浓山组的哺乳动物

化石、古地磁资料和火山灰层中锆石年龄的测定都

支持将我国陆相上湖阶－浓山阶界线放在Ｃ２７ｎ极性

段向Ｃ２６ｒ极 性 段 转 换 处，或 者 说，浓 山 阶 底 即 是

Ｃ２６ｒ极性段底或Ｃ２７ｎ极性段的顶，同 时 与 北 美 哺

乳动物分期当中Ｔｏｒｒｅｊｏｎｉａｎ－Ｔｉｆｆａｎｉａｎ的界线一致

（Ｃｌｙｄ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三、我国陆相古新统／始新统界线及岭茶阶底界

１　湖南岭茶地区陆相古新统－始新统界线

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于２００３年批准了 将 古 新

统／始新统 界 线 层 型（ＧＳＳＰ）放 在 埃 及Ｌｕｘｏｒ附 近

的Ｄａｂａｂｉｙａ剖 面，并 确 认 了 碳 同 位 素 漂 移（ＣＩ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ｅｘｃｕｒｓｉｏｎ）作为古新统－始新统界线，
即下始 新 统 伊 普 里 斯 阶 的 底 界 标 志（Ｇｒａｄ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Ａｕｂｒ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古新统－始新统界

线上、下碳同位素漂移表明，曾发生过高温事件。在

不同的地点如深海区、半深海区、浅海区及陆相的古

近系地层中都发现碳同位素的漂移 （Ａｕｂｒ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因此这是一次全球性的高温事件。在较早的

文献中将这一高温事件称为古新世最晚期高温或晚

古新世高温（Ｌａｔｅｓｔ　ｏｒ　ｌａｔｅ　Ｐａｌｅｏｃｅｎ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ｍａｘｉ－
ｍｕｍ）（Ｃｌｙｄｅ　＆ Ｇｉｎｇｅｒｉｃｈ，１９９８），也有称为“始新

世 初 始 高 温”（“Ｉｎｉｔｉａｌ　Ｅｏｃｅｎ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Ｍａｘｉ－
ｍｕｍ”），在最近的文献中都称为古新统－始新统界线

高温（Ｐａｌｅｏｃｅｎｅ－Ｅｏｃｅｎ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ｍａｘｉｍｕｍ）。这 一

事件与哺乳动 物 在 古 新 世－始 新 世 之 交 的 大 扩 散 事

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扩散事件常称为古新统／
始新统之交 哺 乳 动 物 扩 散 事 件（Ｐ／Ｅ　Ｍａｍｍａｌ　Ｄｉｓ－
ｐｅｒｓａｌ　ｅｖｅｎｔ），现生的奇蹄类、偶蹄类和灵长类几乎

同时在 北 美、欧 洲 和 亚 洲 始 新 世 早 期 出 现（Ｒｏｓｅ，

１９８１；Ｇｉｎｇｅｒｉｃｈ，１９８９、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湖南衡 阳 盆 地 早 在２０世 纪３０年 代 就 在 岭 茶

（原称甑毕岭）发 现 哺 乳 动 物 化 石（Ｙｏｕｎｇ，１９４４），

６０年代后又有多支地质调查队伍在衡阳盆地进 行

“红层”考察。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湖南省地质局

石油地质队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湖南野外队又对衡阳盆地“红层”进行研究，将岭

茶地区产哺乳动物化石的“红层”分别命名为栗木坪

组和岭茶组。童永生等（２００６）根据哺乳动物化石、
地层特征和古地磁以及碳同位素研究成果，将岭茶

地区的古近纪地层分为上古新统栗木坪组和下始新

统岭茶组。
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岭茶地区发现哺乳动物化

石以来，在岭茶及其邻近地点的岭茶组中发现１３种

哺乳动 物（Ｔｉｎｇ　Ｓｕ－ｙ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除 两 种 食 虫

类，一种原始梳趾鼠正在研究中以外，其他化石已发

表。
已发表的化石名单如下：

鼩形亚目Ｓｏｒｉｃｏｍｏｒｐｈａ　Ｇｒａｎｇｅｒ，１９１０（Ｓａｂａｎ，１９５４）

杨氏湘掠兽 Ｈｓｉａｎｇｏｌｅｓｔｅｓ　ｙｏｕｎｇｉ　Ｚｈｅｎｇ　＆ Ｈｕａｎｇ，１９８４
混齿目 Ｍｉｘｏｄｏｎｔｉａ　Ｓｙｃｈ，１９７１
光耀晨光兽 Ｍａｔｕｔｉｎｉａ　ｎｉｔｉｄｕｌｕｓ　Ｌｉ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９
中兽目 Ｍｅｓｏｎｙｃｈｉａ　Ｖａｎ　Ｖａｌｅｎ，１９６９
河塘软食中兽 Ｈａｐａｌｏｄｅｃｔｅｓ　ｈｅｔ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Ｔｉｎｇ　＆Ｌｉ，１９８７
曾氏双尖 中 兽 Ｄｉｓｓａｃｕｓ　ｚｅｎｇｉ　Ｔｉｎｇ，Ｗａｎｇ，Ｓｃｈｉｅｂｏｕ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全齿目Ｐａｎｔｏｄｏｎｔａ　Ｃｏｐｅ　１８７３
亚洲冠齿兽？Ａｓｉｏｃｏｒｙｐｈｏｄｏｎ？ｓｐ．
灵长目Ｐｒｉｍａｔｅ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８
亚洲德氏猴Ｔｅｉｌｈａｒｄｉｎ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Ｎ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啮齿目 Ｒｏｄｅｎｔｉａ　Ｂｏｗｄｉｃｈ，１８２１
岭茶钟健鼠Ｃｏｃｏｍｙｓ　ｌｉｎｇｃｈａｅｎｓｉｓ　Ｌｉ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９
奇蹄目Ｐｅｒｉｓｓｏｄａｃｔｙｌａ　Ｏｗｅｎ，１８４８
衡东东方脊貘Ｏｒｉｅｎｔｏｌｏｐｈｕｓ　ｈｅｎｇｄ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Ｔｉｎｇ，１９９３
衡阳原厚 脊 齿 马 Ｐｒｏｐａｃｈｙｎｏｌｏｐｈｕｓ　ｈｅｎｇｙ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Ｙｏｕｎｇ，

１９４４
原真兽目Ｐｒｏｔｅｕｔｈｅｒｉａ　Ｒｏｍｅｒ，１９６６
意外湖南兽 Ｈｕｎａｎｉｃｔｉｓ　ｉｎ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ｕｓ　Ｌｉ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９

岭茶动物群是以亚洲特有物种为主，有４个属

在北美和欧洲下古近系中发现（Ｈａｐａｌｏｄｅｃｔｅｓ，Ｄｉｓ－
ｓａｃｕｓ，Ｔｅｉｌｈａｒｄｉｎａ 和 Ｐｒｏｐａｃｈｙｎｏｌｏｐｈｕｓ）。Ｈａ－
ｐａｌｏｄｅｃｔｅｓ在 亚 洲 古 新 世 晚 期 已 经 出 现，但 在 北 美

早、中始 新 世 才 出 现，岭 茶 的 Ｈ．ｈｅｔａｎｇｅｎｓｉｓ可 能

比北 美 早 始 新 世 Ｗａ４－７出 现 的 Ｈ．ｌｅｐｔｏｇｎａｔｈｕｓ
具有更多的原始特征（丁素因、李传夔，１９８７），但明

显比亚洲古新世晚期的Ｈ．ｄｕｘ进步。Ｄｉｓｓａｃｕｓ在

欧洲和北美的古新世和早始新世地层中都有发现。

Ｔｅｉｌｈａｒｄｉｎａ也是欧洲、北美早始新世共 有 的 属，化

石研究者还 认 为 岭 茶 组 的Ｔｅｉｌｈａｒｄｉｎ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是

德氏猴属中 最 原 始 的 种（Ｎｉ　Ｘｉ－ｊｕ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Ｐｒｏｐａｃｈｙｎｏｌｏｐｈｕｓ原是 欧 洲 早 始 新 世 地 层 中 发 现

的奇蹄类，至于将岭茶标本归入这个属是否合适有

待于新的发现，但齿脊程度不如湖北下始新统玉皇

４３４ 地　　　层　　　学　　　杂　　　志　　　　　　　　　　　　　　　　３７卷



顶组发现的秉志丹江兽（Ｄａｎｊｉａｎｇｉａ　ｐｉｎｇｉ　Ｗａｎｇ，

１９９５）高。从这４个与北美和欧洲早始新世共有的

属来看，岭茶组的时代应为早始新世。
另外，在岭茶北东栗木坪地点的栗木坪组中产

出古 脊 齿 兽（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ａｍｂｄａ　ｓｐ．）和 衡 东 平 顶 鳄

（Ｐｌａｎｏｃｒａｎｉａ　ｈｅｎｇｄｏｎｇｅｎｓｉｓ）。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ａｍｂｄａ属

是亚洲晚古新世常见属，Ｐｌａｎｏｃｒａｎｉａ　ｈｅｎｇｄｏｎｇｅｎ－
ｓｉｓ的外表形态 酷 似 产 自 广 东 南 雄 上 古 新 统 浓 山 组

的大塘平顶鳄（Ｐｌａｎｏｃｒａｎｉａ　ｄａｔａｎｇｅｎｓｉｓ）（李锦玲，

１９８４）。因此，栗木坪组中脊椎动物化石带有明显的

古新世色彩。
下始新统岭茶组和上古新统栗木坪组的介形类

组 合 也 有 差 别。栗 木 坪 组 的 介 形 类 为 Ｃｙｐｒｉｓ
ｈｅ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Ｃｙｐｒｉｓ　ｒｅｎｉｆｏｒｍｉｓ－Ｌｉｍｎｏｃｙｔｈｅｒｅ　ｈｏｎｇ－
ｇ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组 合，是 以 富 含 壳 面 光 滑 的 Ｃｙｐｒｉｓ
ｈｅ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及 壳 面 无 刺 瘤 装 饰 的 Ｌｉｍｎｏｃｙｔｈｅｒｅ
ｈｏｎｇｇａｎｇｅｎｓｉｓ为 主。岭 茶 组 为Ｌｉｍｎｏｃｙｔｈｅｒｅ　ｉｒ－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ｓ－Ｃｙｐｒｉｓ　ｆａｖｏｓａ－Ｉｌｙｏｃｙｐｒｉｓ　ｇａｏｙｏｕｅｎｓｉｓ
组合，此 组 合 未 发 现Ｓｉｎｏｃｙｐｒｉｓ属，Ｌｉｍｎｏｃｙｔｈｅｒｅ
属的两个种Ｌ．ｓｐｉｎｉｓａｌａｔａ和Ｌ．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ｓ壳 面

瘤结装饰发育，个体 数 量 丰 富。Ｃｙｐｒｉｓ　ｆａｖｏｓ壳 面

网纹等特 征 与 下 部 组 合 区 别 比 较 明 显，Ｉｌｙｏｃｙｐｒｉｓ
ｇａｏｙｏｕｅｎｓｉｓ很常见，Ｈｅｔｅｒｏｃｙｐｒｉｓ　ｄｏｎｇｙｕｅｍｉａｏｅｎ－
ｓｉｓ 为 本 组 合 所 特 有（张 显 球、李 茜，２０１０；Ｗａｎｇ
Ｙｕａｎ－ｑ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岭茶组和栗木坪组在岩性上也有差异，栗木坪

组是由紫红色粉砂质泥岩夹灰紫色、灰白色泥质粉

砂岩、砂岩和泥质白云岩组成。特别在栗木坪哺乳

动物化石地点，化石层之上泥质白云岩和白云质砂

岩相当发育。而岭茶组是由棕红色粉砂质泥岩夹灰

紫色、灰黄色粉砂质砂岩和砂岩组成，泥岩中或多或

少含有钙质结核，未见泥质白云岩和白云质砂岩。

２０００年，中美科学家在岭茶地区开展了磁性和

同位素地层学研究。在岭茶地区栗木坪、甫魁堂—
岭茶和添枝坟—集贤湾３个剖面进行了古地磁和碳

同位素采样，分别在甫魁堂—岭 茶 和 添 枝 坟—集 贤

湾两条剖面发现碳同位素漂移现象（Ｂｏｗ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Ｔｉｎｇ　Ｓｕ－ｙ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为 我 国 陆 相 古 新

统－始新统界线的确立，即下始新统岭茶阶底界的确

立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根据２０００年中美科学家所测的剖面（Ｂｏｗ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Ｔｉｎｇ　Ｓｕ－ｙ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在向斜南翼

甫魁堂—岭茶剖面上和向斜北翼添枝坟—集贤湾剖

面上早始新世化石层分别高出出现碳同位素漂移的

层位约１４ｍ和１７ｍ。在甫魁堂—岭 茶 剖 面 上，下

部地层，即栗木坪组的古土壤中δ１３　Ｃ值为－７‰ ～
－８‰Ｖ－ＰＤＢ （Ｖｉｅｎｎａ　Ｐｅｅ　Ｄｅｅ　Ｂｅｌｅｍｎｉｔｅ　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但在岭茶组剖面上，δ１３　Ｃ值 出 现 负 向 漂 移，达

到－１２．５‰，然 后 在 剖 面 顶 部 回 弹 到－１０‰左 右。
在添枝坟—集贤湾剖面上也一样，在岭茶组个别样

品的δ１３　Ｃ值达到－１３‰。这两条剖面的古 土 壤 中

都出现了碳同位素负向漂移，说明了岭茶地区在古

近纪早期沉积时期气温曾有过升高的阶段。
根据磁性剖面，甫 魁 堂—岭 茶 剖 面 和 添 枝 坟—

集贤湾剖面上的碳同位素漂移出现在Ｃ２４ｒ极性段。
在栗木坪剖 面 上 出 现 正 极 性 向 反 极 性 逆 转（Ｃ２５ｎ／

Ｃ２４ｒ）。在甫 魁 堂—岭 茶 剖 面 上 这 一 极 性 逆 转，是

在碳同位素漂移的层位之下约２００ｍ处。据此，可

认为产出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ａｍｂｄａｓｐ．的栗木坪化石层的时

代是古新世。
岭茶地区在 古 近 纪 早 期 地 层 中 发 现 古 新 统－始

新统界线的碳同位素负向漂移，可与埃及Ｌｕｘｏｒ附

近的Ｄａｂａｂｉｙａ剖 面（ＧＳＳＰ）和 其 他 地 区 的 古 新 统－
始新统界线的碳同位素负向漂移对比，也就是说岭

茶地区的古新 统－始 新 统 界 线 可 置 于 碳 同 位 素 负 向

漂移的底部，岭茶组的底界非常接近于下始新统伊

普里斯阶 的 底 界。根 据 Ｄａｂａｂｉｙａ剖 面，古 新 统－始
新统界线的年龄估值为５５．８±０．２Ｍａ，岭茶组底界

年龄值应该与之很相近。
根据近年的工作，结合岭茶地区动物群的变化、

岭茶组与下伏栗木坪组岩性的差别、以及碳同位素

的研究结果，我们提议将岭茶组层型剖面改在成家

冲东北的岭茶—霞流公路旁，并将作为标志的灰黄

色粗砂岩归入岭茶组（童永生等，２００６）。此剖面也

可作为“中国区域年代地层（地质年代）表”中岭茶阶

的候选剖面。剖面如下：
下始新统岭茶组（未见顶）

１０．灰绿色粉砂岩 １．８ｍ

９．褐红色粉砂岩 １．２ｍ

８．棕红色粉砂质泥岩，产哺乳动 物 化 石，碳 同

位素负向漂移出现回落 １３．２ｍ

７．覆盖 １．２ｍ

６．棕 红 色 粉 砂 质 泥 岩，出 现 碳 同 位 素 负 向 漂

移最大值，δ１３　Ｃ为－１３．０‰Ｖ－ＰＤＢ　 ９．６ｍ

５．棕红色粉砂质泥岩，含钙质结 核，产 哺 乳 动

物化石 ２．４ｍ

４．覆盖 １３．６ｍ

３．黄绿色粉砂岩 ０．８ｍ

２．棕 红 色 粉 砂 质 砂 岩，开 始 出 现 碳 同 位 素 负

向漂移现象 ３．６ｍ

１．灰黄色粗砂岩 ６．０ｍ

５３４　４期 童永生等：中国早古近纪陆相地层划分框架研究



整　　合

上古新统栗木坪组

２　内蒙古二连地区陆相古新统－始新统界线

内蒙古二连盆地是重要的古近纪陆相盆地，有

发育的古近纪地层，哺乳动物化石也极为丰富，是许

多古近纪地层单位的命名地点，亚洲陆相哺乳动物

分期中有不少也是建立在这一地区哺乳动物群研究

的基础 上（童 永 生 等，１９９５；王 元 青 等，２００６；Ｗａｎｇ
Ｙｕａｎ－ｑ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在二连 盆 地 脑 木 根 组 上

部地 层 中 发 现 蒙 古 早 始 新 世 伯 姆 巴 期 的 啮 形 类

Ｇｏｍｐｈｏｓ　ｅｌｋｅｍａ（Ｍｅｎｇ　Ｊ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表明古新

统－始 新 统 界 线 有 可 能 在 二 连 盆 地 出 现 （Ｗａｎｇ
Ｙｕａｎ－ｑ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近十年，我们在二连盆地东部进行了大量的野

外工作，澄清了一系列长期存在的岩石地层学和生

物地层学方面的问题，完善了二连盆地东部生物地

层序列，并同时进行了磁性地层学和同位素地层学

的研究。在二连盆地呼和勃尔和地区实测的努和廷

勃尔和剖面（Ｍｅｎｇ　Ｊ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包括有脑木根

组和阿山头组，其中脑木根组包括有ＮＭ－１～ＮＭ－４
四个哺乳动 物 化 石 带（图４），阿 山 头 组 包 括 有 ＡＳ－

１、ＡＳ－２两个 哺 乳 动 物 化 石 带。ＮＭ－１带 中 哺 乳 动

物种类 丰 富，包 括：多 瘤 齿 兽Ｌａｍｂｄｏｓｐａｌｉｓ　ｂｕｌｌａ、

Ｐｒｉｏｎｅｓｓｕｓ　ｌｕｃｉｆｅｒ、食虫类Ｂａｙａｎｕｌａｎｉｕｓ　ｔｅｎｕｉｓ、啮
齿类Ｔｒｉｂｏｓｐｈｅｎｏｍｙｓ　ｍｉｎｕｔｅｓ、假古猬类Ｐｓｅｕｄｉｃｔｉ－
ｐｏｓ　ｌｏｐｈｉｏｄｏｎ、恐角兽类Ｐｒｏｄｉｎｏｃｅｒａｓ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ｅｎ－
ｓｉｓ和 北 柱 兽 类Ｐａｌａｅｏｃｔｙｌｏｐ　ｓｉｔｕｒｕｓ（Ｗａｎｇ　Ｙｕａｎ－
ｑ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ＮＭ－２ 带 包 括 有 多 瘤 齿 兽

Ｌａｍｂｄｏｓｐａｌｉｓ　ｂｕｌｌａ 和 全 齿 类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ｏｄｏｎ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ｓ。ＮＭ－３带 含 有 啮 形 类Ｇｏｍｐｈｏｓ　ｅｌｋｅｍａ、
灵长类Ｂａａｔａｒｏｍｏｍｙｓ　ｕｌａａｎｕｓ、北柱兽类Ａｎａｔｏｌｏ－
ｓｔｙｌｏｐｓ　ｚｈａｉｉ、奇蹄类Ｐａｔａｅｃｏｐｓ　ｐａｒｖｕｓ和Ｍｉｎｃｈｅ－
ｎｏｌｅｔｅｓ　ｅｒｌｉａｎｅｎｓｉｓ、啮齿类Ｙｕａｎｏｍｙｓ　ｚｈｏｕｉ、中兽类

Ｄｉｓｓａｃｕｓ　ｓｐ．和 一 种 待 定 的 兔 形 目 （Ｍｅｎｇ　Ｊ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２００４；Ｎｉ　Ｘｉ－ｊｕ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Ｗａｎｇ
Ｙｕａｎ－ｑ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由 于

Ｇｏｍｐｈｏｓ　ｅｌｋｅｍａ在ＮＭ－３带是最为普遍的，因此也

将该 层 称 为Ｇｏｍｐｈｏｓ层（Ｗａｎｇ　Ｙｕａｎ－ｑ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ＮＭ－４产有 恐 角 类Ｕｉｎｔａｔｈｅｒｉｕｍｓｐ．、奇 蹄

类Ｐａｔａｅｃｏｐｓ　ｐａｒｖｕｓ、啮形类Ｇｏｍｐｈｏｓ　ｅｌｋｅｍａ和一

些 梳 趾 鼠 类。ＮＭ－１和ＮＭ－２带 中 哺 乳 动 物 化 石 都

图４　内蒙古二连盆地努和廷勃尔和剖面地层、哺乳动物层位及古地磁对比（改自 Ｗａｎｇ　Ｙｕａｎ－ｑ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ｐａｌ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ｐｏ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Ｎｕｈｅｔｉｎｇｂｏｅｒ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ｒｌｉａｎ　Ｂａｓｉｎ，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ａｎｇ　Ｙｕａｎ－ｑｉ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６３４ 地　　　层　　　学　　　杂　　　志　　　　　　　　　　　　　　　　３７卷



是典型的 晚 古 新 世 格 沙 头 期 的 类 型（Ｌｉ　Ｃｈｕａｎ－ｋｕｉ
＆ Ｔｉｎｇ　Ｓｕ－ｙｉｎ，１９８３；Ｍｅｎｇ　Ｊｉ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

Ｗａｎｇ　Ｙｕａｎ－ｑ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２００７、２０１１）。相

反，在ＮＭ－３和ＮＭ－４哺乳动物化石带中含有早始

新世啮形类Ｇｏｍｐｈｏｓ　ｅｌｋｅｍａ可与蒙古伯姆巴期相

对比。基于已有的哺乳动物化石数据，在二连盆地

东部地区Ｐ／Ｅ界 线 最 有 可 能 在 努 和 廷 勃 尔 和 剖 面

的ＮＭ－２和ＮＭ－３两个化石带之间，在剖面上位于

２３～３０．５ｍ之间。

　　孙勃等（２００９）在呼和勃尔和地区进行了磁性地

层学的研究工作，认为努和廷勃尔和剖面记录了古

新统－始新统界 线（即Ｐ／Ｅ界 线），位 于Ｃ２４ｒ中 部，
在该剖面３０ｍ附近，亦即Ｇｏｍｐｈｏｓ层或稍下层位。

综合生物地层学和磁性地层学的研究结果，我

们认为在呼和勃尔和地区的Ｐ／Ｅ界线，位于努和廷

勃尔和剖面的３０ｍ附 近，即Ｇｏｍｐｈｏｓ层 底 部。界

线处有２０～３０ｃｍ厚含有灰白色不规则钙质结核的

红棕色砂质泥 岩 可 作 为Ｐ／Ｅ界 线 在 努 和 廷 勃 尔 和

剖面的标志层。

四、小　结

１　有关广 东 南 雄 盆 地 Ｋ／Ｔ界 线 不 同 学 者 认 识 不

同，结合最近的磁性地层学、同位素地层学及国际上

最新关于Ｋ／Ｔ界线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大塘剖面

上以脊椎动物化石确定的界线，即黄灰色厚层黏土

砾岩的底部很接近Ｋ／Ｔ界线，推荐将这层黄灰色厚

层黏 土 砾 岩 的 底 部 作 为 上 湖 阶 底 部。该 层 处 于

Ｃ２９Ｒ极性段的上半部分，与突尼斯卡夫剖面的Ｋ／

Ｔ界线所处的极性段位置相近。

２　中、上古新统浓山阶底界为Ｃ２６ｒ极性段底，相当

于国际上丹尼阶最上部，同时与北美哺乳动物分期

当中Ｔｏｒｒｅｊｏｎｉａｎ－Ｔｉｆｆａｎｉａｎ的界线一致。浓山阶层

型剖面放在江西省大余县城东北池江镇和青龙镇交

界处的王屋子—新村里剖面。

３　下始新统岭茶阶底界为碳同位素负向飘移的底

部，与国际上确立的古新统－始新统界线层型标准一

致，可直接对比。岭茶阶底界年龄约５５．８±０．２Ｍａ，
层型剖面在我国湖南省衡东成家冲东北岭茶—霞流

公路边旁。

４　我国 内 蒙 古 二 连 盆 地 也 发 现 古 新 统－始 新 统 界

线，结合古生物和磁性地层学的资料，该界线位于二

连盆地努和廷勃尔和剖面脑木根组上部，即该剖面

Ｇｏｍｐｈｏｓ层底部。

美国科学 家 丁 素 因（Ｔｉｎｇ　Ｓｕ－ｙｉ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

Ｃｌｙｄｅ、Ｐａｕｌ　Ｌ．Ｋｏｃｈ、Ｇａｂｒｉｅｌ　Ｊ．Ｂｏｗｅｎ、Ｋａｔｈｒｙｎ
Ｅ．Ｓｎｅｌｌ、孟津（Ｍｅｎｇ　Ｊｉ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王原、白滨、金迅、谢树华、周伟和中

国石化集团新星石油广州公司的张显球参加野外工

作；周伟、谢 树 华、李 士 杰、李 祁、张 丽 芬、王 阳 花 修

理、筛洗和挑选化石，白滨和金迅还共同参与了南雄

盆地火山灰锆石年龄的测定工作，北京离子探针中

心为测年工作提供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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